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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介绍了未成年人保护相关基本知识，对未成年人的基本权利，如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参
与权等进行了细致解读；介绍了弱势儿童特别保护的有关法律法规，并提出了特别保护措施。
本书是“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为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资助项目，适合未成年人及少
年儿童工作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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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白桂梅，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法学与人权和人道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国际法学会
常务理事，《中国国际法年刊》编委会委员；研究方向：国际法、国际人权法；代表性著作：《国际
法上的自决》《国际法》等。

　　王雪梅，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环球法律评论》副编审，中国家庭教育学会理事，北京市
未成年人法学会常务理事；研究方向：儿童权利和福利、少年司法问题、刑法学；代表性著述：专著
《儿童权利论》，论文《儿童权利保护的最大利益原则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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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儿童身份权利的获得与儿童出生登记密切相关，所以，出生登记对儿童和社会都具有重要
意义。
首先，登记是国家首次正式承认儿童的存在，象征着儿童对国家具有的独特重要性以及对儿童法律身
份的承认。
比如，儿童因此获得国籍、公民身份。
其次，登记是保障儿童获得其他人权的基础。
登记将直接影响儿童福利、医疗保健及接受教育等多种权益的实现，特别是在诸如战争、重大自然灾
害等情况下，没有登记有可能威胁到儿童的存活。
最后，出生登记也是国家制定有效人口政策的基本要素以及资源有效利用的基础。
例如，如果没有登记，国家甚至很难准确知道儿童的死亡率。
 在中国，不及时登记对儿童的危害主要包括：（1）无法获得国籍和公民身份，不能获得独立的法律
主体地位，也就无法享受来自国家和法律的保护；（2）农村儿童可能分不到土地和宅基地，不能享
受扶贫项目；（3）城市儿童则无法领取最低生活保障补助；（4）无法顺利入学；（5）无法获得免费
预防保健服务及参加各种保险；（6）影响成年后各项权益的获得，如就业、参军、外出及结婚等；
（7）尤为特殊的是，在中国，没有出生登记的儿童常常被称为“小黑户”，这一歧视性的称呼以及
与其他儿童在享有权益方面的差异，给这些儿童的心理发育带来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
 出生登记是指由政府登记部门对出生事件作出官方记录的过程，且此记录将作为儿童存在的永久性记
录。
未经出生登记的儿童因为无法证明其身份的合法性而影响其生存权、发展权、参与权和受保护权的行
使。
虽然出生登记对于保护儿童权益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但世界各国尤其是一些发
展中国家和经济落后地区都存在着不同数量的未进行出生登记的儿童，且乡村的登记率普遍低于城市
。
 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以下简称儿基会）报道，2000-2009年全球有约41％的新生婴儿（约5千万）未
进行登记。
其中次撒哈拉非洲、中东／北非、南亚、东亚／太平洋、拉丁美洲／加勒比海以及独联体／波罗的海
地区新生婴儿的漏登率分别为62％、23％、64％、29％、10％、4％。
 我国《户口登记条例》第7条规定，婴儿出生后一个月以内，由户主、亲属、抚养人或者邻居向婴儿
常住地的公安机关申报出生登记。
弃婴由收养人或者育婴机关向公安机关申报出生登记。
如果婴儿出生后，在申报出生登记前死亡的，应当同时申报出生、死亡两项登记。
 在中国，出生登记是指户口登记机关依照户口管理条例的规定，对新生儿进行登记、确认公民身份、
注册常住户口的一项登记制度。
中国儿童申报户口时通常需要提供的材料包括卫生部门出具的出生医学证明，人口和计划生育部门出
具的生育证明，此外还必须提供户口本和父母的居民身份证。
 中国同样存在着较大数量未进行出生登记的儿童。
根据儿基会提供的数据，包括中国在内的19个国家，有26％～60％的5岁以下儿童未进行出生登记。
中国人口数量是世界第一，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儿童占总人口的27.7％，共约3.4亿。
 有学者在对中国出生登记制度进行实证考察后，总结出中国出生登记的特点包括如下几个方面：（1
）在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下，户籍是区分城乡以及不同区域居民身份的方法，同时户籍制度仍然和
分配利益、享有社会保障等资源密切相关；（2）参与出生登记的管理部门众多，包括公安、计生、
卫生三大部门都参与了出生登记，尤其是计生部门的介入及其对计划外儿童出生登记的干预，在其他
国家是绝无仅有的；（3）登记程序比较复杂，需要出具多种证明文件，且不同证明文件的办理程序
各异；（4）中国传统文化中“父为子纲”和“重男轻女”的思想较严重地影响了儿童尤其是女童的
出生登记；（5）出生登记在城乡之间存在比较大的差异，城市的登记状况远远好于农村；（6）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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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也存在着一些不同的补充性规定，从而导致一定程度的区域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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